
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

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

范 雲

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強調政治機會結構對於運動的組織與策略的

例時，卻忽略了這樣的例時，是透過行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在環

境的限制下所主動選擇的。本文以運動者的調查訪談資料為主指出：

組織劇碼、議題與策略皆不是中性的。不同生命傳記背景的運動者會

傾向選擇不同的組織模式，這些選擇也會回過來例時運動者的組成，

進而例時運動的議題與策略。八○年代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者有著教

育、階級的優勢與特殊的族群構成，她們選擇基金會等無須草根動員

的組織模式，使得其運動路線偏向社會服務、立法與文化宣傳。九○

年代新進的運動者及其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與新的組織模式，是推動

婦女運動在變遷的政治環境中的新動力。因此，九○年代後期的性政

治爭議與政黨認同的衝突，可以被視為是運動者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

與政治機會結構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

關鍵詞：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婦女運動、組織劇碼、政治機會結

構、社會運動

台灣社會學第五期，頁 133-194，2003 年 6 月出版。
收稿：2001 年 10 月 13 日；接受刊登：2003 年 4 月 26 日。



134 台灣社會學第五期

Research Articl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aiwan'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 Approach Focused on the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of Activists

Yun F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ost studies on social movements fail to adequately explain through
what kind of mechanisms chang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fluence social
movements. I believe that an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inadequat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role of activists and their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Using quantitative survey data and interviews with activists in Taiwan's

women's movement,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trajectory of that movement
during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central argument consists of
two parts. First, the activists'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movement's organizational repertoire, tactics, and choice
of issues. Specifically, the activists'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influenced
the choice to use organizational models that did not require grass roots mob-
ilization (e.g., publishing houses,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founda-
tions), yet they also developed a party-neutral lobbying strategy to accom-
pany the emphasis on social service and cultural advocacy. Second, chan-
g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the shift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neutral factor among activis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Consequently, activists should be viewed as the pri-
mary intervening variable impacting the movement's interactions with
chang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Keywords: activists'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women's movement, organ-
izational repertoire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cial
movement.

Taiwanese Sociology Number 5 (June 2003): 13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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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7

1987

1990 1995 1999 2000

20

1

1 例如，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的一位重量級婦運幹部投書在報紙上，質疑婦女運
動團體失去了主體性，「台灣婦運怎麼了，曾幾何時，失，更精確地說，台成了檢驗
的標準。自從台入主台北市後，『民主化』似乎就取代了婦運目標…」（顧燕翎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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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03 2

(biographical

backgrou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20

2 林芳玫以性政治與性別政治的路線差異來理解廢人與否的爭議，張毓芬與張茂桂則將
公人事件提升到反對運動的歷史以及國族主義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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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del)

3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Mayer Zald

Charles Tilly

McAdam, Tarrowe Zald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3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王甫昌(1999)對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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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ing structures )

(framing processes )

(McCarthy

1996)

(Zald 1996)

(Meyer and Minkoff 1997)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1997 [2002]: 262) 4

4 Meyer, Minkoff, Donatella and Mario 的批評可以視為是來自友軍的自省之聲。Jaspwer
and Goodwin 在 1999 年《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對於這個主流架構所提出
的「不變的模型化(invariant modeling)」的批判，就是來自敵營的猛烈砲火。不變的模
型化，指的是這個以政治機會與政治過程為核心的主流架構，預設政治機會出現的必
要性；但對於政治機會必要性的預設，使得這個主流架構無法解釋在缺乏政治機會的
情況下，運動為何仍會發生。一向關注與強調運動中的文化與情感的 Jasper與Goodwin
呼籲研究者，應關注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理論概念的延伸與彈性，以及文化，特別
是運動中的認同與情感(Jasper and Goodwin 1999)。Jasper and Goodwin (1999: 49)認為
McAdam用「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概念來處理文化，事實上是將文化縮減
為只是「判斷國家會不會鎮壓異議者的一種工具性的閱讀」。當然，主流架構的捍衛
者也不甘示弱，以Tarrow為例，他就在該專輯的回應文中指稱 Jasper與Goodwin的批
判事實上是「化約的、選擇性的、好辯的，它產生的是諷刺漫畫而非研究，是卡通而
非嚴肅的批評」(Tarrow 1999: 77)。Tarrow 並進一步批評 Jasper and Goodwin 忽略建構
一般化理論模型的努力，他們所提議的替代性研究方向，則落入了一種「現象學式的
個人主義」。
基本上，筆者並不認同 Jasper and Goodwin反對建立一般性模型的知識論立場，但也認
為Tarrow等的激烈回應有失公允。如同筆者所引用的其他批評，許多 Jaspwer and Good-
win 的論點也早已被政治過程論或資源動員論旗下的學者提出，只是彼此因著知識論
的立場不同，所指向的解決方向也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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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 and Minkoff

1997)

(Koop-

mans 1990; Meyer and Minkoff 1997 )

(structural bias)

Kurzman (2002)

(post-struc-

turalist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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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機會結構

1. 政治機會結構的定義

McAdam (1996: 31)

(access to participation)

(availability of political allies)

1987

1994

5



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 141

2. 政治機會結構與運動者之間的關係

（二）運動者

1. 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 6

(biographical background)

(McAdam 1988; Whittier 1997)

5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選擇 1994 年而不是 1992 年作為政治機會的劃分，可以說只是
一個相對的選擇，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政治機會分界線。在參與機會的變化上，可以說
是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腳步而急速增加，特別是 1991 年的國大選舉與 1992 年的立法委
員全面改選皆符合筆者前面所談的政治機會的第一個面向──參與機會的增加。然而，
對於婦運而言，在新的政治盟友的出現上，筆者以為，1994 年底的民進黨贏得台北市
市長選舉，可以說是個更為關鍵性的改變。

6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范雲 2003）以及本文筆早的初稿中，曾用「人口組成圖者與生命
歷程」來討論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但，人口組成圖者，讓人聯想的是人口統
計的平面描述；生命歷程，又與 life course無法區別。最後筆著決定，以運動者的「生
命傳記背景(biographical background)」才能真切掌握這些與不同世代、年齡、族群、教
育、階級以及政治史對個人生命型態與生命經驗的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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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politics) Luker (1984)

7 Luker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Clemens

1997

7 如同 Luker 所說，「所說爭議之所以會如此情緒化，是因為這群新政治選民──主要
是女人──使得社會利益圍繞在懷中的胚說究竟會被定義成一個嬰兒，或是生命仍未
成形的受精卵之議題上。」因此，所說的辯論可以說是「一個關於母職之位置及意義
的公投」(Luker 1984: 7, 193)。因此，去理解運動者的生命型態與生活方式，對於理解
其在運動中的議題態度而言，具有關鍵性的地位。Mansbridge 在分析美國婦運在平權
法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上所遭受的挫敗時，指出了運動者對於形
塑運動的認同以及策略的重要性。對於那些意志堅定的女性主義律師而言，她們是以
志願的方式參與婦運，贏了 ERA 一役，但她們並不會從中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因
此，對她們而言，因為拒絕妥協而得以維繫理念反而比因為犧牲妥協理念而換得的運
動勝利更有意義(Mansbridg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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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rtz 1973)

(organizational repertoires)

(Clem-

ens 1997)

Clemens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s)

2. 生命傳記背景組成的動態性(dynamics)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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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感謝一位評審人指出例時運動人口組成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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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B

9 感謝審查人提醒政治結構之外的制度環境因素。在台灣脈絡下的制度環境，筆為重要
的應是有關「人民團體法」的相關規定。同時，必須提醒讀者的是，運動的組織劇碼、
戰術、議題仍有些是直接受到政治機會結構、制度環境直接的例時；另外則是受到其
與人口特質作用的例時。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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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資料與方法

1998 2 1999 1

11

16 4

10 虛線則代表筆者認為有例時，但在這個研究中並未被直接觀察的間接例時。
11 根據Gelb and Palley (1982: 24)全國性的女性主義政治社群(national feminist political com-

munity)是婦女運動的主力，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其定義與詳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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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0 45 13 39

46

19 45

20

14

12 另外，關於董事／理監事與領薪水的專業工作人員之間的差異與矛盾的確是存在，只
是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不準備討論這個議題。

13 筆者和一位研究生在 1998 年暑假中密集分擔執行完成這 39 個調查。
14 一位審查人質疑如果有運動者從婦女新知轉到女權會，筆者將如何處理，「這樣的運

動者，算是哪一個組織的人」。基本上，的確有一部分的運動者已經離開婦女新知，
並轉而參與其他組織，因為這個研究是一個歷史性的研究，筆者強調其進入運動的時
間，自然仍應包括這些曾經參與過的。在筆者所蒐集的母體名單中，自婦女新知轉往
女權會參與的運動者僅有一人，但並未出現在女權會的幹部名單上，最後也並未被筆
者訪問到。理論上，其是否為女權會的幹部全憑其是否同樣出現在女權會所提供的幹
部母體名單中。其他更為詳細的資料蒐集細節，請參見 F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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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特質

及其動態分析

（一）婦女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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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9.7%

1.4%

10.8 18.5 2.6

15

15 婦運也是這三個運動中唯一有原住民運動者參與的，這也呼應了筆者的田野觀察，婦
運相對重視原住民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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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7 22.2
51.3 52.

0.0 25.0
100(N=39) 100(N=108)

a

38.5 29.7 1.4
23.1 16.2 18.6
15.4 5.4 45.7

- 29.7 -
- 5.4 1.4

2.6 5.4 17.1
15.4 - 14.3

5.1 - -
- - 1.4

100(N=39) 100(N=37) 100(N=70)

(%) (%) (%)

( )
59.0 75.4
10.3 10.7

2.6 -
25.6 13.9

b 2.6 -
100(N=39) 100(N=122)

( )
69.2 82.8
10.3 10.7

2.6 0.8
15.4 5.7

b 2.6 -
100(N=39) 100(N=122)

c

69.2 50.8
30.8 49.2

100(N=39) 100(N=122)

(%) (%)

a

Goldthorpe
(1997)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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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13.9 15.4

5.7

(2001) 1935-65

(1999)

(empowerment)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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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二）婦女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的動態及其）婦成因

1994

1994

17

16 有些人會認為呂秀蓮的被捕，是婦運之所以不走政治與群眾路線的原因。筆者傾向於
不採取這樣的解釋。許多威權政體下的婦女運動也有運動者被捕入獄，但仍是高度政
治化的。舉例來說，許多拉丁美洲的婦女運動策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變得非常政治化，
並且與政治反對運動有著緊密的合作。Noonan (1997 [1995])在描述智利的婦女運動特
質時說「雖然 Pinochet 企圖掏空聯盟菁英、消滅右派，以及將女性推回傳統角色的大
規模行動為他樹立許多敵人，然而，他最顯而易見的對手仍是女人」(p.252)。因此，
與筆者提出的研究問題似乎是恰恰相反，她的研究問題是「為何在男性運動者如此沈
默之際，女性運動者會在街頭抗爭得如此積極？」（p.254），此外，巴勒斯坦的婦女
運動亦如是，其婦運一直是同時抗爭政治壓迫與社會文化中的父權(Abdulhadi 1998)。

17 「階級」評估的是受訪者在加入運動當時的階級位置，而「年齡」則測量受訪者在被
訪問當時的年齡。因此，1994 年以前加入的運動者，現在相對年齡筆高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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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1994 ( )(%)

-- --

57.9 47.4

42.1 52.6

100.0(N=19) 100.0(N=19)

47.4 26.3

26.3 21.1

21.1 10.5

-- --

-- --

-- 5.3

-- 31.6

-- --

5.3 5.3

100.0(N=19) 100.0(N=19)

68.4 68.4

31.6 31.6

100.0(N=19) 100.0(N=19)

35 ( ) 73.7 50.0

34 ( ) 26.3 50.0

100.0(N=19) 100.0(N=19)

( )
52.6 63.2

5.3 15.8

5.3 --

36.8 15.8

( ) -- 5.3

100.0(N=19) 100.0(N=19)

( )
57.9 78.9

10.5 10.5

5.3 --

26.3 5.1

( ) -- 5.3

100.0(N=19) 100.0(N=19)

42.1 68.8

47.4 31.3

10.5 --
a 100.0(N=19) 100.0(N=16)

52.6 68.8

47.4 25.0
b -- 25.0

a 100.0(N=19) 100.0(N=16)

a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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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4

1994

1994

1994

1965

1965

2001

1994 1965 3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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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8 1994

五、從八○年代到九○年代婦運

異質化過程及其三議

18 彭婉如女士生前所製作拍攝的關於婦運與女性參政的紀錄片〈回首來時路〉中，針對
許多具有女性意識的民進黨內的女性菁英所做的訪談可以說是間接地呼應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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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遊說的藝術：無黨派的政治

19 2002

1

19 八個均已在立院通過，除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於 2002 年 6 月 26 日才由總統公布實
施外，其餘七個法案均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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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84
1984

1985
1993 10
1995 7

1.

2.

3.

1987

1990 3
2001 12 21

2002 3 8

1.

2.

4.
5.

1985

1991
1994 9

1089
1995 3
1996 7

1996 9 1089 1055

1998 4

1998 5 1002

1999 1
572

2002 6
2002 6 26

1.

2.

1993
1994
1996
1997 1

1.

2.

1996 7
1997 3
1998 5
1996 6

20 資料來源：除了報紙報導外，還參考了顧燕翎(1996)、Wang (1997)、蕃薯藤網站台灣
婦女地位之報導(1998, http://www.yam.org.tw)、婦女新知基金會網站女人玩法篇(http://
www.awakening.org.tw)，以及立法院與法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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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 1989

2000) 21 1987

21 當時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是該組織的領導者。一位研究者把這類婦女組織描述為
「……愛黨（國民黨）遠勝於愛女人」（李安妮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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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動者特質與組織劇碼

1971

1971 年回來的時候，我才 27 歲，看到很多社會問題，特別

是那個時候，有兩件社會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報紙上策在寫

說，怎樣防止大專女生過多，因為我們的大專聯考非常的公

平，結果越來越多的女生考上了，學校很緊張，說浪費教

育，那麼多女生念了大學，也不過是給她多一張多一而已，

我自己覺得很荒謬，所以我就寫文章批判，那也沒有想到

說，那篇文章一出來以後，引起相當多的迴時，所以一步一

步就走上婦女運動的路子。22

23 1976

24

1979

12

22 引自紀錄片〈回首來時路—她們參政的足跡〉，簡偉斯例者工作室製作，民主進步
黨婦女發展部監製。

23 她代試登記「現代婦女會」，但被政府以「其目的與既有的組織『婦女會』（隸屬於
國民黨）重複，申請者應加入婦女會為會員」的理由而拒絕（周碧娥、姜蘭虹 1989）。

24 這些活動包括男士廚早大賽和廚房外的茶會，策由演商會協辦，活動吸引了約千名參
與者以及大量媒體報導（周碧娥、姜蘭虹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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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我跟顧燕翎策是，主動去找呂秀蓮，就是參加新女性運動，

然後我就參加，她有時候辦座談活動，就需要我當一個發言

者，有時候就是去拓荒者出版社做義工。……

（呂秀蓮被抓後）……調查局就跟我說，呂秀蓮是台獨，妳

如果出來做婦運的話，那麼就是你支持台獨，後來我來做婦

女新知，因為最重要，後來因為警察每次來，非正式的聚會

就沒有，因為婦女策怕了，就越來越沒人來了。所以我就在

想說，我還是弄個雜誌社好了，弄個雜誌社，然後放低調

子，然後也沒談政治，就是談女人的潛能，女人的自覺，者

辦那個八三三八婦女週……其實我個人是覺得婦女週雖然不

者救援雛的被社會那麼認知，但是婦女週卻培養了，不能

說，應該說激發，也沒有算培養，刺激、激發了一些婦女，

願意來做組織工作，使得八○年代，就是民間婦女團體一個

一個新的婦女團體出來。25

十

1982

25 引自紀錄片〈回首來時路—她們參政的足跡〉，簡偉斯例者工作室製作，民主進步
黨婦女發展部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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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yance structure) 26

27 20

28

26 這是 Vetra Taylor (1989)在她對運動持續性(movement continuity)中所提出的概念。
27 社會服務組織有時會被歸類為社運相關組織，而非專業運動組織（Minkoff 1995,

1999）。然而，在台灣戰後的威權政體下，它們因其建立整體婦運間聯繫的能力與共
同社會聲望，應被視為專業的婦運組織。

28 王清峰的案例可作為說明政府認同的例證：王清峰曾是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的重要領
導者，投注相當多的精力在救援雛的與被迫從人者以及晚近的慰安婦議題。她曾被李
登輝總統任命為監察委員。接著在 1996 年總統大選，獨立參選人陳履安（前監察院院
長及國防部長）邀請她成為他的競選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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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30

29 1987

Wang 1997:

64-65

29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是最早及最最的範例，它自 1980 年起致力促進消費者意識及對抗企
業勢力，被認定為一個有效的模式（張茂桂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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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89: 49

31

1998

32

33

30 一位運動者提及當時由改革者發動成立的台大教師聯誼會，結果被黨團動員來的多數
所顛覆，就是個組織失敗的例子。

31 參見 Wang (1997: 65)。她所訪問 41 位受訪者中，就有 28 位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
32 女權會的大會活動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33 一位審查人也提出這個問題，質疑高教育和中上階層出身，未必會因為她們本身的生

活經驗限制而無法發展草根組織，以美國 19 世紀初的婦女運動為例，她們即成功地將
家庭價值延伸至公共領域，以慈善活動和教會的網絡發展了全國各地的婦女草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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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團體十分困難立案的時候，改組成財團法

人基金會是比筆方便的方式。但是基金會的組織規模使得有

志於參加婦運的新人沒有參與的管道，同時也使得決策的民

主化無法實現，基金會的組織型態讓婦運團體從文化宣傳走

向社會運動的過程倍加艱辛，也讓婦運團體的動員力量十分

薄弱。34

35

筆者以為，中產與草根的確是兩個不同的分析範疇。運動者的中產階級屬性也可能有
草根性，如果該組織能組織動員大量的中產階級婦女的參與，自然是有草根性。扶輪
社即是一個擁有基層草根的全國性組織，但其成員也是屬於中上階級與教育背景。台
灣婦運的例子是運動者並未發展中產階級的草根群眾組織，自然也未能組織中下階層
的婦女。筆者認為族群，或者更精確地說，與族群、高教育、策市這三個因素交錯糾
纏的「語言使用習慣」，是台灣 80 年代婦運發展草根組織的障礙。台灣歷經不公平的
語言統治政策，除了省籍差異在語言使用上的差異之外，台北與非台北也恰好可劃分
為國語地區與非國語地區。當然，教育程度也是其中的重要變數。可以作為對照的另
一個鄰近的例子就是南韓，南韓婦女組織在領導階層也是以高教育、中上階層的女性
為主，但是確有相當強大的草根群眾組織。當然，在南韓還有許多因素與台灣不同，
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至少，南韓與美國的例子策不似台灣，在某些菁英與草根群眾
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語言隔閡。

34 引自曹愛蘭<走過 1988：婦運篇，新芽方露失葉>，自立早報，1998 年 12 月 19 日 14
版。

35 也因此，在自由化的時期，組織模式的制度同型化的過程是發生在婦女運動和消費者
運動所選擇的組織模式之間，而不是在婦運與勞工、環保運動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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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立法遊說的藝術：公眾教育及無黨派策略

1984

36 1987

2002

結構性

37

1987 年的單身和禁孕條款讓大家明瞭職場中雇傭關係中的性

36 針對當時所說爭議的意識型態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顧燕翎(1992)的研究。
37 Wang (1997: 224)，重點強調為筆者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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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不平等。……因此，當我們誠懇地支持這些受雇婦女時，

我們決定起草並提出平等的工作法。聯合了一群女律師，我

們自願來起草法案，……我們希望揭露受雇婦女所面對的困

難並且希望政府能介入解決。……雖然，這些對我們而言策

是額外的工作負擔，但是相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信念鼓

勵我們繼續努力工作。38

39

40

Wang 1997:

213

41

38 引自 Wang (1997: 210)。
39 這項草案充滿了突破性的新觀念，例如，父親及母親皆可有育嬰假（最長兩年的留職

停薪育嬰假），以及去除和女性結婚、懷孕生育、或養育受孩相關的歧視（婦女新知
83: 2, 16； 160: 3-14）。

40 此外，在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立法工作背後最主要的五個組織—婦女新知、勵馨、婦
女救援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和晚晴協會—除了晚晴協會，它們的組織型式策是策
是基金會型式。

41 一位環保運動者在受訪時就這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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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2

43

2002 3

20

(symbolic capital)

(Clemens 1997: 215)

只有當人們瞭解一個新的法律的基本元素，他們才會嚴肅的

看待它，法律也才會被認為合理，並且被遵守……。因此，

42 來自超過一位以上的訪談資料。
43 這種策略在 80 年代晚期的選舉就被考慮，但是明顯的對動員女性選民無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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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讓女人瞭解法律的知識……那麼，教育就是最

關鍵的……44

(Wang 1997: 261)

:

要求釋憲的目的，是為了在民法親屬篇完成最後修訂之前，

立刻停止性別的不正義。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具有社會教

育的功能，它讓法官與大眾清楚地知道女人到底要什麼。45

44 引自 Wang (1997: 261)。強調處為筆者所另加。
45 婦女新知，第 148 期（9 月，1994）：12。



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 169

（二）性政治三議以及「有政黨政治」的現實面

1993 1994

1. 立法遊說之外：來回在政府與社區之間

1994

1991 1992

1989

1994 46

46 在相映的婦運組織的變化上，我們也可以看到變化的軌跡。從本文的附錄組織變遷的
軌跡上，我們可以看到 1992 開始出現社區婦協、高雄婦女新知協會、1993 年成立的
女學會，以及 1994 年在台北市成立的女權會與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皆可觀察這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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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politics with parties)48

(politics without parties)

49

1994

50

首先我們將重建被遺忘的台灣女性經驗，了解過去的女性如

的趨勢。
47 如同筆者之前指出，婦女權運動者非常策會化及國際化，因此她們在台北市發展出最

穩固的基礎。
48 這是Clemens (1997)的用法，她只此描繪運動團體透過無黨派性的策略，推動其運動的

政治目標。
49 那段時間，出現了探討婦運與政黨關係的許多文章。請參見《騷動》雜誌各期。
50 女權會於 1994 年 5 月 5 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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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這塊台地上掙扎以求生存，從而建立包含女性經驗在內

的台灣歷史。我們認為現代台灣婦運一定要根植本台，才能

從對台地和人民的關懷中茁壯成長。51

(42.1%)

52

1992 1994

51 引自《女權會簡介》文宣摺頁，1994 年。
52 除了注意到這兩群人間明顯的差異外，我們也必須細心地注意到團體內部的異質性：

女權會中也有一受部份的人不支持台獨，婦女新知也有大約民分之一的人表達支持台
獨。在 2003 年的今天再看這五年前的調查，也會發現過去五年中人口的流動性也產生
了不少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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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2.6 45.0
47.4 55.0

100.0(N=19) 100.0(N=19)

47.4 30.0
31.6 15.0
10.5 20.0
-- --

-- --
5.3 25.0
-- --
5.3 5.3

100.0(N=19) 100.0(N=19)

84.2 55.0
15.8 45.0

100.0(N=19) 100.0(N=19)

35 ( ) 73.7 50.0
34 ( ) 26.3 50.0

100.0(N=19) 100.0(N=19)

( )
47.4 70.0
-- 20.0
5.3 --

42.1 10.0
( ) 5.3 --

100.0(N=19) 100.0(N=19)

( )
68.4 70.0
-- 20.0
-- 5.0

26.3 5.0
( ) 5.3 --

100.0(N=19) 100.0(N=19)

26.3 82.4
68.4 11.8
5.3 5.9

a 100.0(N=19) 100.0(N=17)

42.1 82.4
47.4 11.8
10.5 5.9

a 100.0(N=19) 100.0(N=17)

31.6 88.2
68.4 5.9
-- 5.9

a 100.0(N=19) 100.0(N=17)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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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lemens (1997: 755)

1996

54

( )

55

56

53 台北婦女新知協會則在 1994 年成立，請參見附錄。
54 台北市政府在 1996 年 1 月 23 日成立全國政府第一個行政部門內的婦女權益委員會：

「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55 草根社區組織是 1993、1994 年來盛行的另一種新組織模型，請參見附錄，在 1994 年

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各個縣市。
56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是在 1997 年白曉燕事件發生後，因遊行團體要求政府關切婦女

人身安全問題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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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998

1998

1999

1997

2. 「有政黨政治」的現實面：分歧的國家與政黨認同

我有兩種身分，一種是女性主義，一種是公民，這之間絕對

有密切關係，它不是可以隨便拆解開來或做任何組合，或說

我的公民身分一會兒國民黨，一會兒新黨，一會兒民進黨

……如果新黨要給我十萬，我也不會拿，新黨，我是連它們

的聚會策不要去。就這麼簡單。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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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994

1996

59

1996

60

61

1998

這次的選戰讓我看清楚蠻多事情的，其實我們本來就是敵

人，只是我們是因誤解而結合，現在因瞭解而分開，我覺得

非常的好，我們其實是敵人，我們從來就是敵人……當國家

57 訪談紀錄李雪莉（以下皆以 Lee 表示），no. X4。
58 勞工運動者在進入運動前就先成為一個政治化的人。因此，運動組織長久以來就依其

國家認同而分派。而在環保運動中，國家認同的議題在 90 年代就逐漸消失了（參見范
雲 2001; Fan 2000）。

59 在地方政府層次，國家認同通常不會在選舉期間成為焦點。
60 她曾是婦援會理事長，也是雛的及慰安婦議題中有名的領導者。
61 黃淑英，女權會報告；訪談紀錄 Lee (no. 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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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政黨傾向不是那麼明顯時，那似乎婦運的相似性是顯

得很相似，……婦運的姊妹情誼，其實是在某一種時空條件

下造成convergent(聚合)，大家因婦運理念而結合，一期因為

外部的政治跟社會的環境更改時，這些認同會重新洗牌，所

以說這是一次主體性的重新建構。

（問︰會贊成用分裂這個字眼嗎?）

可以啦！只是分裂意味著之前是結合在一起，可是之前那樣

的結合本來就是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結合, 現在的分裂反而是

回歸到一個比筆有歷史基礎與社會基礎的狀態。62

3. 環繞公娼事件的性政治及其爭議

1994 5 22

62 訪談紀錄 Lee (no. 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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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喊出了女人主動而有

力的欲求。

它超越了過去傳統女人被動而無助的形象……假使女人身體

的自主性不是空話，那麼，女人就該清楚地說出「我們要什

麼」而不是僅是「我們不要什麼」。我要性高潮是一個屬於

女人的口號……它揭示了做為女人的主體性。(Wang 1997:

311-312)

1990

63

64

65

63 「歪角度」讀書會，及刊登在《島嶼邊緣》上的「妖言」；又，讀者可參見簡家欣
(1998)對女同志運動所做的詳論。.

64 舉例來說，張受虹的性別論述《慾望新地圖》以及同志研究等、張老師出版社所出版
的對中國人性行為的報導，以及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同志文學與研究。

65 媒體商業化的邏輯作為制度性誘因只是性解放運動出現的充分但非必要條件，行動者
的觸發，才可能成為事件並發生例時。又，讀者若對商品化邏輯與運動的例時有興趣，
可參見 Erni 及 Spires (1998)對台灣男同志及女同志的認同商品化是如何遊走藏匿於市
場及家庭之間所做的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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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998

1994

66

1995 4 10

67

68

66 另一個被媒體強力報導的例子是台大女學生公開看 A 片事件，在此，媒體著重的焦點
是報導純潔的菁英大學女生和「低級」色情 A 片間的強烈對比（羅燦瑛 1997）。

67 新社會運動理論掌握了社運及後物質主義趨勢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筆者認為來自
不同背景的運動者與後物質文化之間有著不同的親近性。因此，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
景會例時社運對策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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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Lee no.Y09)

4. 分配的政治 vs.認同的政治

vs.

1997

1997

68 參見李元貞(1986)；九○年代婦女研究與運動的關係，可參見Hsieh and Chang (2002)。
69 最最例證是何春蕤教授所領導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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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987

十

70

70 筆者選擇以「議題」而非「事件」的方式來描述這個衝突，是因為這個事件中，是是
非非太多，許多爭議涉及運動者的倫理與基本信任的被破是。但是對於事件外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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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hood) 71

72

Lee, p.36

(Whittier 1997)

73

而言，公人是個「被浸潤」在性解放論述中的議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評價當事人
是非，也不在於參與性產業是否應合法化的辯論，而是在於只著這個議題所代表的性
爭議，來觀察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對於運動的理念與議題選擇之間的例時。關於性
產業與人的研究論辯的精彩討論，請參見黃淑玲 (1996)、朱元鴻(1998)、何春蕤(1998)
以及當時的報紙評論。

71 這也是所謂的world view的根本差異，筆者在此並不是要完全否定這樣的猜測與說法，
或許在少數運動領導者身上，這樣的政治分歧有可能是存在的。

72 引自一次參與某婦運團體會議討論的田野筆記。
73 公人爭議出現時，許多團體內部皆出現意見不一甚至對立的緊張。甚至傳聞一向不具

爭議、關注弱勢婦女社會服務的團體中有工作人員，因不滿領導人簽署贊成廢人而離
職（田野筆記與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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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9.6% 30.8%

30.4% 69.2%

100%(N=23) 100%(N=13)

a 35 35

我們這些人的女性意識成長，和她們（註：指年長的一我）

很不一樣。者同志的議題，其實存在很久了。身邊一半以上

的朋友是 lesbian(女同志)，或是有女同性戀的經驗，對我而

言，就是不可能假裝沒看到。老一我的人的經驗是婚姻、惡

婆婆，或和一個男人的關係，和我們的生命經驗很不同，她

們就是太沉浸在她們自己的議題中。嚴格說來，我就不會說

我是本台婦運養大的。是我和她們接合在一起。

對很多女性主義者，她們很難說服自己，「從人」沒有錯。

—因為如果你的思考中沒有「性激進主義」的因子，你就

很難接受。我覺得這是生命經驗，如果你真的覺得性 em-

power 你自己，你就會相信女人可以從中得到力量。或許這

無法對話的生命本質的差異，使得這次在公人問題上相當情

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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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roach

Lee no. X13

性別的東西比筆不容易變成符碼來操弄，就是論述；那性欲

的東西，是一種擬象，隨著可以在朋友的談話，或是一個人

胡思亂想，或自己寫一篇文章，就可以延展，那蠻能夠滿足

快感和創造欲，……但它最後是成為學院知識份子的一個符

碼，一個消費場域，得到利益的是學院裡及文化圈的女性主

義者，但對於一般的婦女來講比筆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性別

政治，就是比筆在談怎麼樣從體制上改革（訪談紀錄Lee no.

X28）。

Lee no.

X09

……西蒙波娃自從獨立以來，永遠策住在旅館裡頭，我就覺

得說，自從我獨立以來，我永遠住在宿舍裡頭，所以家或社

群對我來說，是我要抗拒而不是能夠我要我的東西，……我

曾經有一度會在想說，我自己是不是應該去做比筆草根性的

東西，我是不是應該去學習一些比筆一般女人能夠聽得懂的



184 台灣社會學第五期

話，因為我常發現我出去演講，大家策說，不曉得我在講什

麼，然後我覺得當我在做這些反省的時候，我覺得我最後只

能歸結到一個就是說，我自己一個個人的準則……那我要選

擇我做的最好的事情，能夠發揮最大效力的事情……畢竟權

力無所不在，女人無奇不有……74

75

76

……幾件事是了新知內部的平衡，策是和「性」有關的立場

74 田野筆記，記錄自「女性學的理論與實踐」座談。女學會研討會，2001 年 5 月 26 日，
淡江大學。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75 在這裡，也必須提醒讀者的是，即使我們看到貫穿組織與團體的不同世代，展現在公
人議題上的差異，我們也必須避免任何以集體推論個人的危險性。畢竟個人生命經驗
與反思的殊異性，是無法用年齡來論斷的。許多的年長的女性主義者，可能比他們的
後進在性的思考上更為激進成熟，也有人同樣地在 90 年代興起的情欲解放運動中，感
受到了新的內在力量。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與議題之間相互的血肉滋養，遠比我們
在這些表面的統計數字所能看到的更為幽微深刻。

76 如一位運動者抱怨，「何春蕤的作用就是排擠婦運的其他議題！」引自Lee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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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何春蕤「豪爽女人」的媒體效應出來之後，我就接到

婦運領袖的電話問我和何春蕤的關係，和對她看法的立場

……。之後新知內部就蘊釀一種氣氛，對我的不信任或是對

這方向的質疑。

77

1994

六、結論

77 這場衝突使得被視為違反基金會運作規條的工作人員被解雇；因為組織法規與精神，
基金會中的專職工作人員應該要尊重董事會的決議，關於這個解職事件雙方的岐異看
法請參見事件發生後《婦女新知》刊物，以及王蘋、丁乃非、倪家珍、隋炳珍(1998)在
《當代》上的事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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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i-

tica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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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運和我的生命型態、我的 sexuality，密切相關。我曾被這

個公共論述所感動，所以我投入。我投入，也參與改變這個

論述。它是我個人生命和運動的對話。(訪談紀錄 No. O113)

誌謝：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所舉辦的「組織、認同與運動者：台灣社會

運動研究」受型研討會（2001 年 6 月 21 日）。作者感謝：研究助理張立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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